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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洛 “12121”声讯服务现状及发展策略

赵小宁,胡晓黎,张鸿雁
(商洛市气象局,陕西商洛 726000)

摘 要:统计了商洛市2008—2010年 “12121”气象声讯服务数据,分析了拨打量与时间、天

气等方面的关系,探讨了商洛 “12121”的发展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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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年来,“12121”声讯服务电话因其服务对

象广泛、选用信息自由、用户拨打方便等特点,

成为公众获取气象信息的主要渠道,是防灾减灾

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统计商洛市2008—2010
年 “12121”的拨打信息数据,分析拨打信息数

据的主要特征,对完善 “12121”气象声讯服务

系统,提高服务效益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。

1 “12121”电话信箱设置及拨打现状

商洛 “12121”电话信箱现采用树状结构,分为

3级,用户拨打 “12121”后直接进入顶级信箱,收

听全市未来72h预报,结束后通过语音提示,可依

次进入1级分信箱。资料显示,收听完顶级信箱预

报内容后只有28.9%的用户选择继续收听1级信箱

内容,选择进入1级信箱中的1号信箱 (一周天气

趋势预报)用户约有18.2%,进入其他分信箱

(上、下班天气预报、国内旅游城市预报、生活指

数预报、气象知识等)的用户都在10%以下。由此

可见,用户的主要需求是短、中期天气信息,其他

分信箱内容受关注程度较小。

2 “12121”电话拨打量特征分析

2.1 月、季变化趋势

分析商洛市2008—2010年 “12121”声讯电

话月平均拨打量变化趋势 (见图1),2月和12月

是一年中两个拨打低谷期,2月最低,此后逐月

攀升,拨打峰值出现在6月,7月后明显回落,

8—10月拨打量变化不大。总体趋势为夏季拨打

量最高,约占全年总拨打量的38.6%;冬季低,

约占11.5%;春秋两季相差不大,春季略高于秋

季,分别为26.2%和23.7%。冬季商洛市降水偏

少、天气简单,晴天日数最多,拨打量呈现低谷

期。拨打量最多的6—7月,是商洛市的主汛期,

天气复杂多变,降水日数、降水总量居全年最高。

图1 2008—2010年商洛 “12121”月平均拨打量

2.2 日变化

由商洛 “12121”声讯电话1d中各时次拨

打率分布图 (图2)可见,1d有两个拨打高峰

时段,分别在07—09时和17—19时。由此可

见,人们多在上下班前后拨打电话了解天气情

况,以便合理安排工作、学习和生活。

2.3 与气象条件的关系

2.3.1 与天空状况的关系 “12121”电话拨打

量的变化与不同的天空状况密切相关,表1是商

洛市2008—2010年不同天空状况下所对应的

“12121”电话日平均拨打量,电话拨打量由低到

  收稿日期:2011-03-29
  作者简介:赵小宁 (1976—),女,汉族,陕西商洛人,工程师,从事气象科技服务。

24 陕 西 气 象                 2011 (5) 



高所对应的天空状况依次为:晴天、多云、阴

天、雨 (雪)天。雨 (雪)天气电话日均拨打量

是晴天的4.6倍,可见降水是影响 “12121”拨

打量的重要因素。

图2 2008—2010年商洛 “12121”时次拨打率分布图

表1 2008—2010年商洛市

各类天空状况 “12121”日均拨打量 次 

天空状况 晴天 多云 阴天 雨雪天

日均拨打量 1222 2942 4990 5680

2.3.2 与主要灾害性天气过程的关系 统计

2008—2010年 商 洛 市 主 要 灾 害 性 天 气 过 程

“12121”电话日均拨打量 (表2),暴雨天气过

程对电话拨打量影响最大,日均拨打量约为3a
日均拨打量的2.3倍;其次雷暴 (冰雹)、连阴

雨天气过程的日均拨打量也较高,分别为3a日

均拨打量的1.9倍和1.6倍,低温、暴雪天气过

程拨打量相差不大,分别为1.2倍和1.1倍。各

类灾害性天气过程的开始和结束时段,拨打量都

有明显的骤升、骤降。由此可见,灾害性天气过

程对 “12121”电话拨打量的影响尤为突出。

表2 2008—2010年商洛

主要灾害天气过程 “12121”日均拨打量 次 

天气状况 暴雨
雷暴
(冰雹)

连阴雨 低温 暴雪

日均拨打量 7580 6680 5534 3980 3808

2.4 与其他因素的关系

中、高考期间 (包含考试前一日),“12121”

电话日均拨打量高于6月日均拨打量的28%,

可见在此期间人们对天气的关注度较平日有所上

升。由各法定节假日 “12121”电话日均拨打量

图 (图3)可见,各法定节假日日均拨打量都低

于当月日均拨打量,可见人们在上班期间比休息

时更加关注天气情况。但通常节假日的前一天拨

打量都会明显上升。

图3 2008—2010年商洛法定节假日

“12121”电话日均拨打量

3 提高 “12121”拨打量的建议

3.1 合理安排信箱结构,优化气象信息内容

改变目前 “12121”气象信息服务用语单一、
呆板的状况,采用亲和力强、通俗易懂的语言,
为预报添加相应的生活提示和生产建议,变技术

服务为人性化服务。并针对用户需求,研发技术

含量高、指导性强的气象服务专题产品。针对

“12121”拨打量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,且各分信

箱拨打量不均衡的现状,应依据季节变化及特定

时期公众所关注的焦点信息,合理安排实况类、
气象知识类、农情信息类、指数预报类等信箱内

容。例如,在汛期开设天气预警信息、雨量实况

等主题信箱;6月推出中、高考及麦收滚动天气

信箱;干旱少雨季节开设火险气象等级预报、干

旱预测、墒情监测等主题信箱;旅游旺季及节假

日期间,适当延长主要旅游地区预报时效及旅游

线路天气实况信息。针对用户的不同需求,做好

长期、中期、短期、短时临近等各类精细化预报

内容,提供重大天气过程风力、温度、湿度、降

水量等实况查询服务,以便用户合理安排生产生

活。

3.2 加大宣传,提高社会公众对 “12121”的认

知度

利用电视天气预报栏目、报纸、电台、短信、
电子显示屏、预报信息服务产品等,制定系统、
全面的宣传方案,有计划、有步骤地长期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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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气象台财务管理模式简介

庞 熙 荣
(陕西省气象台,西安 710014)

摘 要:目前气象部门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,面临财务管理的理念更新、建立和完善资产管理

方法等问题。结合单位实际,从财务制度建设、财务分析、资产管理等方面简要介绍陕西省气

象台财务管理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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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公共财政改革及气象事业的不断发展,

国家财政对公益事业单位的投入日趋增大。为了

保障气象事业科学、健康、可持续发展,财务管

理在气象事业体制改革中的保驾护航作用日显重

要。在新形势下如何管财、理财,提高资金利用

率,提高财务管理水平,更好地为气象事业发展

提供保障,是财务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。结合单

位财务管理实际情况,从制度建设、财务分析、

资产管理等方面简要介绍陕西省气象台财务管理

模式。

1 加强财务管理制度建设,财务管理有章可循

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是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基

石,要提高财务管理水平,须制定完整的财务管

理制度。如预算人员岗位责任制度、财务收支审

批制度、内部牵制制度、财产管理制度等,做到

有章可循,实行规范化管理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

制度是保证财务管理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

化的基础。省气象台先后制定和下发了 《关于预

算执行管理办法的规定的通知》、《省气象台 “联
签会审”制度》、《关于科技人员发表学术论文的

奖励办法》、《关于办公用品采购、发放、管理规

定》、《重大设备及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等制度和

管理办法;细化了财务管理职责及审批程序,实

行主要负责人负全责→主管领导负主要责任→办

公室主任审核经济事项→预算联络员核算管理的

财务审批程序;制定财务管理有关规定;建立财

务稽核制度,实行对各项经济行为、财务活动、

重大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转等方面稽核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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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2121”声讯服务电话。积极参与电信运营商的

业务推介活动,提高 “12121”号码用户渗透率,

提升业务知名度。

3.3 提高 “12121”气象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

针对用户上、下班前后两个时段拨打集中的

情况,将天气预报更新时间由原来的08时和17
时前提前到07时、16时前,在拨打高峰来临之

前上传最新预报内容,让用户满意。重大或转折

性天气过程是 “12121”电话拨打的高峰时段,

此时应及时根据天气变化订正预报内容,加强市

局与各县局的沟通,当部分县 (区)出现局地性

突发天气时,及时更改预报信息和天气实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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